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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专业自尊: 教师心灵天空最美的星

代序 专业自尊: 教师心灵天空最美的星
———做一个专业自尊的教师

在那些优秀教师心灵天空的繁星点点中，总有一颗美丽的星叫作专业自
尊。它闪烁着教育的理性之光、真爱之光、信念之光、自由与创新之光。它是
优秀教师之所以优秀的奥秘所在，是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和获得卓越成就
的根本原因。在呼唤教师专业化的今天，我们每一个教师都必须拥有这种自
尊。诚如罗曼·罗兰所说: “要有光! 太阳的光明是不够的，人，必须有心灵
的光明。”

一、教师专业自尊闪烁着理性之光，专业自尊的教师具有专业
自明

教师专业自尊是教师对自我所从事的职业的一种价值评价与感受，它以对
教师职业的深刻认知为前提，有着深厚的理性成分。那些优秀的拥有专业自尊
的教师，能够把教育工作做到佳境，是因为他们深知教育的本真就是对人类真
善美的传承、坚守与追求，教学是为了促进学生得到更大的发展，教师是履行
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教师这种职业能 “使人类和自己都变得更加美
好”，而绝不只是燃烧自己照亮他人。教师要引导学生健康成长并成就自身的
发展，就必须具有专门的知识、专门的技能与高尚的品德，否则就难以担此重
任。正是由于有了这些清晰的认知和明智的思想，专业自尊的教师才容易形成
专业坚守，这种自尊也因蕴含专业自明而放射着理性的光芒，而自我专业价值
感是其最基本的特征。

要拥有专业自尊，做专业自尊的教师，我们就必须清楚地知道教育是什
么、教学是什么、教师是什么，以及教师这个职业是不是值得自己去热爱并奉
献终生。这需要我们站在现实及历史的高峰上，俯瞰教育的田野，对自己所从
事的教师职业进行价值反思与澄清，从而确立起内心的价值标准。如果缺乏对
教师职业发自内心的认同，教师的尊严与欢乐主要建立在他人或社会公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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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予”上，一旦这种外部的 “赐予”被否定，这种尊严与欢乐就会丧失殆
尽。

二、教师专业自尊闪烁着真爱之光，专业自尊的教师常怀专业
自爱

教师专业自尊时时闪烁着真爱之光，因为它包含了专业自爱的成分。专业
自爱是教师整个职业情感体系的核心，具有调节教师自身行为从而完善其社会
人际关系的功能。没有自爱必然缺乏真爱，也不可能有专业自尊。如果一个教
师对于搞好教学工作有较强的自尊心、自爱心，看重自己的职业荣誉，他就可
能对自己要求严格并行为检点。那些专业自尊的教师总是坚持高尚的教育情
操，严格自律、廉洁从教。同时，他们也珍视自己的专业地位，不容许他人诋
毁教师工作、贬损教师名誉。他们有着更多发自内心的对工作、对学生和对自
己所教学科的热爱。这种爱既真挚而强烈，又自然而无痕。专业自尊的教师正
是“用爱为生命奠基”，同时也使这种爱扩展为真善美的涟漪，影响着学生和
整个社会。

要拥有专业自尊，做专业自尊的教师，首先，我们必须自觉抵制形形色色
的诱惑，不让利益污染自己的道德血液; 其次，要真正地爱岗敬业、关爱学
生，在对学生的关爱中要有原则性、民主性、广泛性与艺术性，因为只有这种
爱才是 “专业性”的爱。此外，还要热爱所教的学科，在教学中精益求精，
从而使自己成为在知识海洋和人生旅途中为学生导航的明灯。

三、教师专业自尊闪烁着信念之光，专业自尊的教师富有专业
自信

教育本质上就是“一种基于信念的行为”。① 信念是人的精神支撑和寄托，
是人生的动力源泉。专业自尊的教师正是凭借坚定的教育信念支撑其精神家
园，而这种信念的核心是专业自信。按照阿德勒、马斯诺等的观点，教师专业
自尊是教师对自己专业品质的信任，是教师对自身从事专业的价值、维护专业
权益、享受专业劳动成果的信心。而且，真正的专业自信是确有其能。优秀的
专业自尊的教师，不仅确认教师职业有巨大的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而且对自
己能够胜任这种专业深信不疑，相信能教好自己的学生。同时，他们有更多的
革新意愿，在改革中遇到困难时能坚持不懈，表现出特有的职业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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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拥有专业自尊，做专业自尊的教师，我们就必须建立稳固的专业效能
感，培养良好的专业自信，而这种效能感与自信的形成又是以专业知识、专业
能力与成就为基础的。教师专业化的前提是要掌握专业的教师知识与技能，要
有让学生把知识转化为自身素质的智慧与才能，并取得一定的专业成就。今天
的教师已不是一个仅靠热情就能干好的职业，没有专业本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
专业自尊。为此，教师除了加强学习、不断“充电”外则别无他径。

四、教师专业自尊闪烁着自由之光，专业自尊的教师勇于自主
创新

马克思说: “能给人以尊严的只有这样的职业———在从事这种职业时，我
们不是作为奴隶般的工具，而是在自己的领域内独立地进行创造。”① 教师专
业自尊意味着教师在专业上能够自主，而专业自主的前提是专业自由。教育是
充满个性和智慧的事业，无自由无创造也就无个性。只有教师拥有一定的专业
自由的空间，才能发挥自己的特长和创造性，从而获得专业成就; 同时，教师
必须投入创造性的教育活动中去，真正做到专业自主，教师的自由才能成为现
实。那些优秀的、专业自尊的教师往往有明确的自主意识与自由精神，有自己
的教育人格和教育创见，以及独立进行教学研究、教学创新的能力。他们在教
改实践中积极探索，使教学成为师生双方放飞心灵、舒展生命的过程，其内心
也因此充盈而温润。

要拥有专业自尊，做专业自尊的教师，我们就要勇于和善于运用国家赋予
我们的教学权利，积极进行教育改革和创新，不照搬教材与教学参考书的条文
上课，不做单纯为学生考试而教的教奴。在当今中国，教师应该而且能够成为
具有时代精神的创新人才，较自由地翱翔于教改的广阔天地。如果教师不敢于
和不善于运用专业自主权创造性地进行工作，其教学生涯必然黯然无色。

总之，教师专业自尊源于心、发于情，是一种 “在教师自身的血液中汇
集着的昂扬向上的因子”，是教师心灵天空最美的星。在这个世界上，作为教
师，我们靠良心教书、做人，靠自尊安身立命———我们需要有一种内心的法
则，有一颗心灵的明星。一个教师如果没有专业自尊了，这个教师就不再是一
个真正意义上的教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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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编 教师专业自尊的探析

在教育改革的进程中，不少教师发出了来自内心的对教师专业自尊的呼
唤。无论是“有尊严地教书”，还是“不跪着教书”，抑或是 “不做教书匠”，
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心声: “成为一个专业自尊的教师”。这是教育者发出的
时代强音，表现着教师的一种觉醒、一种清高、一种骨气。

作为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及教师研究者，我们多年来寻觅着一种教师精神，
一种教师在任何复杂、艰难的环境中仍能使自己保持高尚情操，认真教书育
人、坚持不懈地从事教育劳动的原动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教师专业自
尊是教师动机系统中居支配地位的动力因素，它影响着教师对教育工作的认同
度与忠诚度，影响着教师对教学工作的积极性与努力程度，以及在遇到困难时
教师克服困难的坚持程度等，从而影响到教师的教学质量与专业发展。它使我
们在工作中思想更深刻、情感更美好、意志更坚定。实践表明，教师专业发展
不仅需要外在力量的推动，更需要教师内在精神的生长。在这纷繁复杂的现实
社会里，我们要真正地做好教育、当一个真正的教师，要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就不能没有专业自尊。

我们之所以讴歌教师专业自尊，推崇教师专业自尊，不仅因为它是教师专
业发展的一种内在动力，一种伟岸的力量，而且还因为它支撑着一个教师的生
命大厦，牵引着教师的灵魂。同时，在教师心理研究领域里，教师专业自尊是
一块亟待开发的神奇而美丽的处女地。说它神奇，是因为它时而深藏于教师的
内心，遮掩着神秘的面纱，时而又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清新而动人; 说它美
丽，是因为它闪烁着璀璨的光芒，风姿绰约，有着诱人魂魄的倩影———在这块
处女地里，确实有着许多瑰丽的珍宝，有待我们去发现，去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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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梦想着进入教师丰富的内心世界，开拓出这块神奇而美丽的处女地，可
惜未能如愿以偿。但我仍然坚持着做一些探索，哪怕只能采撷到一朵小花、一
棵小草也感到幸运。

本编包括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主要探讨教师专业自尊的概念、特
征、结构和功能，关涉教师专业自尊的基本理论，旨在奠定全书研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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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教师专业精神的核心层次，教师专业自尊这一概念的提出对于研究教
师的专业精神、丰富教师专业发展理论和改善教师教学实践有重大的意义。显
然，在代序中我们仅仅对教师专业自尊勾勒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当我们论及教
师专业自尊时，还有许多更为基本、更为重要的问题有待研究。例如，但凡论
及教师专业自尊，总是无法回避这些问题: 什么是自尊? 什么是专业自尊? 教
师职业是不是一种专业? 它的基本性质、主要特征是什么? 此外我们还须研究
教师专业自尊的结构与功能，了解教师专业自尊的现状如何、其影响因素是什
么、如何养成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入、细致探索的问题。为了确认
教师专业自尊的含义，我们先对教师职业的专业性及一般自尊———作为教师专
业自尊的这两块“基石”进行讨论。

一、教师专业自尊的含义

( 一) 教师职业的专业性

德国思想家康德说过: “没有概念的直观是盲目的。”在我们言说 “教师
专业自尊”的时候，一个重要前提是教师职业是一门专业，而专业与职业是
有区别的。专业是指职业群体经过专门的教育或训练，具备较为高深的和独特
的知识与技术，按一定标准从事专门活动，解决个人和社会问题、促进社会进
步并获得相应报酬和社会地位的专门职业; 职业是指从业人员为获取主要生活
来源所从事的社会工作类别。① 同时，专业与职业又是有着紧密联系的两个概
念。从职业群体角度看，“专业化是指一个职业经过一段时间不断成熟，逐渐
符合专业标准，成为专门职业，并获得相应专业地位的动态过程”。② 从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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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雷． 专业化视野下中小学校长领导力问题探究 ［J］． 中国教育学刊，2013 ( 6) : 4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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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看，专业化主要是指教师个体专业持续发展、日臻完善的过程，是教师
不断满足专业性教师职业标准的过程。教师专业化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个不
断深化的过程; 教师专业发展是与教师个体专业化同等的概念，是指教师以自
身专业素质包括知识、技能和情意等方面的提高与完善为基础的专业成长、专
业成熟过程。由于社会发展进程的加快和职业分工的日益精细，越来越多的职
业走向专业化，专业化已经成为职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需求，成为衡量职业成
熟度的重要标准。

那么，教师职业是不是一个专业呢?
1． 否认教师专业性的观点
社会上有许多人不认为教师职业是一种专业，认为教师能力差。英国作家

萧伯纳 ( George BernardShaw) 曾说: “有能者做事，无能者教书。”美国心理
学家威廉·詹姆斯说: “最优秀的教师可能是最差的教育研究者，而教育研究
的最佳人选也可能是最差的教师。”美国心理学家桑代克不但确认了这种界
限，并指出了两者之间不同的分工: “决定学校工作的目标及其实现这一目标
的计划是学校高层当局的事情。他们在做出改革决定后交给教师来执行。教师
的职责是在学校生活环境下尽可能有效地落实教育改革的决定。”① 甚至连著
名的心理学家皮亚杰也认为无论是从技术还是科学的创造性上来说，学校教师
不是也不可能是专家，他们不“具有一种被人尊重且值得尊重的学问”“缺乏
可资比较的学术声誉”，而 “只是一个知识的传递者，这是任何人都能做到
的”。因此，教师职业不是一种专业，缺乏作为专业的基本属性。

社会学家卡尔·桑德斯和威尔逊在他们的经典研究 《专业》一书中对
“专业”的定义是: “所谓专业，是指一群人在从事一种需要专门技术的职业，
是一种需要特殊智力来培养和完成的职业，其目的在于提供专门性的服务。”
作为一种专业，它必须具备的核心特质可归纳为三方面: 一是具备一套 “专
业知识”; 二是具备“专业自主权”; 三是具备一个“服务理想”。按照这种标
准，有人认为教师职业就不是一个已确立的专业，而只能是一个 “边际专业”
“半专业”或“准专业”，因为教师职业在这几个方面都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

问题是，这种观点忽视了教师专业的特殊性。我们认为: 教师职业有其独
特的专业价值、独特的专业品性。在现代社会里，就教师职业本身来说是一门
专业，或者说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职业。教师职业自诞生之日起就拥有了不同
于其他职业的特殊品质，同时为社会文化的传承和繁荣，为人类自身的进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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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 教师职业独特的专业品性
教师职业有其独特的专业品性，是其他职业不可替代的。
( 1) 教师职业具有独特的专业性质与功能
从教师职业的性质来看，其特殊性在于: 一是教师工作对象是活生生的人

而不是一般的物; 二是教师工作任务不仅要教书，更要育人; 三是教师工作手
段主要不是其他工具而是要用自己的知识、智慧、人格魅力去影响学生，用心
灵哺育心灵。总的来说教师工作具有强烈的 “人是目的”的色彩，具有育人
的特殊性。① 这种育人的特殊性决定着教师职业的重要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从功能论与价值论的角度看，教育是基因之外改造人的手段，是人类自身
的再生产; 教师职业是一个为学生的幸福人生奠基的专业。教育就是培养真善
美的人，培养学生具有永恒价值的品质，增进学生对生活目的、生命价值和人
生意义的理解，积极地感受和体验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和幸福人生。虽然教育
不能使所有学生的智商、情商和能力达到同样的高度，但它可以使所有学生的
品质都得到积极的发展。同时，教育是使社会进步、民族强盛的事业，教师是
能促进学生生命健康地生长、帮助学生获得幸福的专业人才，是非专业人员所
不能胜任的，也是任何其他社会职业所不能替代的，这也正是其功能的 “专
业性”所在。

纵观古今中外的教育，教师始终是所有教育要素中最具活力的主导因子，

是描绘人类未来蓝图的创造者、科学家和艺术家。正如夸美纽斯赞誉的那样:
“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加里宁关于教师是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的美言，也早已为人们耳熟能详; 雅斯贝尔斯指出，“教育并非单纯的文化传
递，教育之为教育，正是在于它是一种人格心灵的唤醒，这是教育的核心所
在”。如此等等，都是对教师职业价值的充分肯定。没有了教育，没有了我们
所说的积极、进步的教育，也就没有真正的人类文明。这是教师专业自尊的根
源和基础。

可见，教师职业的价值性不仅体现在促进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方面，还体
现在对学生和教师自身发展方面; 不仅具有外在的工具性价值，更具有内在的
人文性价值。自古以来，人们都相信教育可以改变个人的命运，并改变国家民
族的命运，都有着通过教育来改变自我和复兴民族的梦，而能够铸造这个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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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正是教师。①

( 2) 教师职业具有独特的专业知识与学术性
从知识的专业性来说，教师职业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在于: 对于学科

教学而言，教师的专业知识最核心的是学科教学知识而不是学科知识; 对于整
个教师工作而言，教师的专业知识最核心的是教师实践知识而不是现有的书本
理论知识。

首先，从学科教学来看，教师知识的专业性反映在教师的学科教学知识
上，反映在学科教学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上，而不是一般的学科知识上。杜威指
出，尽管科学家和教师都掌握学科知识，但二者的学科知识是不一样的，教师
必须把学科知识“心理学化”，以便让学生理解。舒尔曼则明确地指出，保证
教师教学专业性的教学知识基础框架，其中最核心的是学科教学知识。学科教
学知识是教师面对特定问题进行有效呈现和解释的知识，是教师在具体教学情
境中，把学科知识、学生知识、课程知识、评价知识、一般教学法知识等活化
之后，经由自身价值观做出判断、选择、重组而形成的动态知识，是教师主动
建构、积极创造的结果。教师合理的知识结构应当以所教学科的教学知识为中
心，并对相关学科知识尽可能多地进行了解和熟悉。研究表明，专家教师与新
手教师之间最基本的差异表现在专家拥有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并能有效地把这
些知识组织起来在教学中应用，这种知识就是学科教学知识。

学科教学知识是教师所独有的，也是教师与学科专家和一般教育研究者在
知识结构上的最大区别所在。教师与学科专家和一般教育研究者的区别在于他
们组织和使用知识上，教师的知识是从教学的角度组织起来的，并成为帮助学
生理解具体概念的基础; 而学科专家和一般教育研究者的知识则是从研究的角
度组织的。学科教学知识能够帮助教师建构课程内容，使教师学会运用有效的
类比、举例、讲解和演示等方法呈现学科内容，理解和预想学生进入学习过程
所拥有的概念和可能存在的困难等。学科教学知识的观念不仅实现了学科内容
知识和教育性知识的衔接，而且它还把教学活动中一切有利于教学的可能元
素、知识纳入到教师的教学思维之中，为实现有效教学创设了必要条件。

日本著名教育学者佐藤学教授在研究教师的反思与学识时也认为，学科教
学知识居于教师专业属性之中心地位，同时他认为教师应该由 “技术熟练者”
向“反思性实践家”的模式转型。反思性实践家的主要知识就是学科教学知
识，这主要表现在反思性实践家在 “反思”活动的同时，也通过基于实践背

6

① 丁钢． 我们应该如何培养未来教师 ［N］． 中国教育报，2013－09－06．



第一章 教师专业自尊的意蕴

景重新解读内容知识，形成他们的专业领域中有效发挥作用的实践性知识。①

学科教学知识也填平了教育理论与教学实践之间存在着的一条深深的鸿沟。
我国学者陈向明用教师实践性知识来说明教师知识的专业性②，认为 “实

践性知识”确实属于教师自己的知识，这种知识是教师通过对自己教育教学
经验的反思和提炼所形成的对教育教学的认识。这种知识的涵盖面很广，可以
包括教师的教育信念、自我知识、人际知识、情境知识、策略性知识和批判反
思知识等。它不仅包含教师在实践中形成的自己个性化的教学机智和教学风
格，也包含教师对学科本体性知识和教育条件性知识的创造性应用。而且，这
种知识并不缺乏“理论”的成分。理论在这里有两种含义: 一是教师本体性
知识和条件性知识中学者们开发的理论，二是教师在自己日常工作中形成的
“实践理论”。在教师的实践性知识中，这两种理论是相互交织的。前者更偏
向于“命题型知识”，即“知道是什么”的陈述性知识; 后者偏向于“能力型
知识”，即“知道如何做”的程序性知识。教师实践性知识是命题型知识与能
力型知识的结合，知与行不是截然二分的。这种知识具有独特的教育功能，如
能通过师生主体间性进行情感渗透和价值导向，改变学生的思维和行动，通过
身体化的行动潜移默化地对学生产生影响。

无论如何，教师都并不缺乏自己特有的知识体系，而且这种知识需要经过
长期的训练才能形成。因此不能套用一般的评价标准来说明教师职业缺乏专业
性，也不能说教师职业是一个不如律师、医生和工程师等职业的专业性强的职
业。《学记》中有一句话: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
以为人师”，这说明只有懂得教与学成败之因的人，只有具有教师专业性的
人，才能胜任教师工作并得到人们的尊敬。

其次，在教师专业的学术性方面，我国有学者指出: “教师的学术性不是
学科专业知识的学术性，而是与师范性相统一的学术性”③，是教师研究如何
能够根据教学的真实环境和教学内容的变化而采取不同的教学策略，在科学、
准确的知识传授过程中培养学生适应社会变化的能力，引导学生健康发展的学
术性。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会主席厄内斯特·博耶在其撰写的 《学术的反
思———教授工作的重点》中指出，大学教师所从事的学术工作应该包括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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